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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葵 文/摄

市民下乡进大棚
“追踪”果蔬种植全过程

聚焦一线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鲜嫩的黄瓜挂着露珠， 红彤
彤的西红柿坠满枝头， 绛紫色的
茄子油光发亮， 红黄绿各色相间
的彩椒长势喜人。 西城区安贞西
里社区的张姐等50名关注生态农
业的市民， 日前参加了市农业局
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的社区支持农
业之旅活动， 很是开心。

他们走进延庆县延庆镇广积
屯村茂源广发种植专业合作社无
公害蔬菜大棚， 亲自感受生态农
业对减少农药残留发挥的巨大作
用， 从源头 “追踪” 参观安全果
蔬种植过程， 到田间地头体验生
态农业， 听农业专家讲述安全农
产品的生产过程。

北京茂源广发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韩永茂介绍说： “我们
把一些菜叶和田间杂草喂猪， 秸
秆和田间垃圾和猪粪进行无害化
处理， 混合放进沼气池发酵， 沼
渣育肥； 沼气大部分用来发电，
沼液可以用来追肥。 我们绝大部
分的蔬菜和瓜果都用农家肥， 基
本不用化肥。”

体验+观摩
感受蔬菜绿色防控科技

来自安贞西里社区的王女士
说， 以前常常参加 “北京农业在
社区” 活动， 对于无公害蔬菜有
一些了解， 平时自己挺注意健康
饮食， 买菜一般都去超市买无公
害的。 但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田间
地头、 亲眼见证无公害蔬菜的生
产过程。

进入大棚之前 ， 市民们发
现， 每个大棚门口都有纱网一样
的 “门帘”， 还有 “脚垫”。 植保
站的技术人员说： “这 ‘门帘’
是防虫网， 不光是门帘， 整个大
棚都覆以防虫网， 就像一个大蚊
帐， 有了它， 棚外的虫子就别想
钻进棚里； 这 ‘脚垫’ 是消毒用
的 ， 防止人为地把病菌带进棚
里； 我们每个小的细节都严格按
照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要求， 使
用绿色防控技术。”

进入大棚后， 市民们还看到
了尖椒的上方挂着一块块黄色和
蓝色的板子， 这不是装饰品， 而
是用来对大棚内的害虫数量进行
监测 ， 为害虫防治决策提供支

持。 棚里每隔几米挂着一些2寸
见方的小袋子， 有位阿姨问道，
“这是做什么的？” 北京市植保站
李云龙解答： “每个小袋子里装
着200多头捕食螨， 用它来吃害
螨， 就不用打化学农药了。”

这些比芝麻粒儿还小的虫
子， 果真能有这么大威力？ 据介
绍，它们是货真价实的生物卫士。
依靠它们，对西红柿、黄瓜、彩椒
等蔬菜的蓟马、 害螨两种主要病
虫害防控已达到100%，生产的蔬
菜达到了无公害蔬菜标准。

从尖椒大棚里出来， 市民来
到黄瓜棚里， 看到工人们正忙着
采收新品黄瓜。 “瞧这果子多可
人， 没打农药， 摘下就吃， 口感
倍儿棒。 但如果打了农药， 整个
品质就会降一大截儿。” 正在棚
里忙碌的老陈说， 大棚里的捕食
螨、 瓢虫等害虫天敌， 成了园区
蔬菜生产的好帮手。 绿色防控现
场的杀虫灯、 彩色板、 性诱剂、
天敌昆虫等 “杀手锏” 令市民大
开眼界， 纷纷赞叹不止。

社区+农业
线上线下购买都放心

大棚外面， 刚刚采摘的五色
彩椒 、 两种大小黄瓜 、 长圆茄
子、 还有西红柿等15个品种， 闪
着新鲜亮丽的光泽， 整整齐齐地
码成一堆一堆， 供市民挑选。 市
民们纷纷挑选着自己中意的农产
品， 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我们
一家三口今儿采购了将近20斤蔬
菜， 而且刚刚看了这无公害蔬菜
的生长过程 ， 真的是安全有保
障， 回家可以大胆放心吃。” 市
民张大伯说， “希望以后还能参
加这样的活动， 能有机会继续购
买这里的安全农产品。”

据北京市农业局植保站工作
人员介绍， 包括茂源广发合作社
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在内， 从2013
年到现在北京市一共建设了51个
蔬菜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总面积
超过2万亩。这些基地内的蔬菜产
品 农 药 残 留 检 测 合 格 率 达 到
100%。

据透露， 京津冀三地将联合
开展蔬菜病虫绿色防控技术推
广， 并筹划建设首批80个蔬菜绿

色联合防控基地， 初步计划北京
建设40个，津冀两地建设40个。这
些基地都将按照北京现有绿控基
地的标准来建设， 并实行严格的
考核标准， 一旦发现违规使用剧
毒、 高毒农药或农药残留超标问
题的，将从严处理，执行严格的退
出机制。

为了让更多市民买到绿控基
地的产品， 北京市农业局植物保
护站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服务平
台， 已经开始与生鲜领域内各类
线上、 线下平台洽谈对接， 利用
移动互联网+的模式， 在社区中
推广绿控基地安全农产品。

目前部分产品已进入 “调果
师” （微信号： tiaoguoshi） 的线
上销售系统 。 又与菜先森 （北
京）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建立战略
合作 ， 采用微信点菜 ， 凌晨采
摘 ， 直送到店 ， 客户自提的模
式 。 服务平台同时正与首农生
活、 金质生活等大型农业企业洽
谈合作， 在其线下连锁超市内设
立绿控专柜， 预计明年上半年更
多的居民就有机会吃到安全、 新
鲜的绿控蔬菜。

■名词解释

“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 ， 简称CSA，

在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 ，
并在日本、 欧美等地得到发展。
当时消费者为寻找安全食物， 就
与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
手， 建立经济合作。

“社区支持农业”采用计划性
生产模式，消费者先交菜金，农场
按照客户需求的菜品种植， 定价
也是固定的， 农场可以赚取１０％
的利润。 农场蔬菜全部是有机生
产，不用农药，采取人工捉虫、物
理防虫、 性诱灭虫、 配营养液杀
虫。 此外， 农场还采取多样性种
植，如农场喂猪和鸡，一方面提供
农家肥，一方面确保生态稳定。

近日 ， 郑州火车站16号站
台发生惊险一幕： 一名两岁小
女孩不慎跌入铁轨股道， 而列
车即将启动 。 万分危急时刻 ，
武警警官挺身而出， 帮助孩子
成功脱险。

9月11日， 武警北京总队五
支队57名四川籍退伍老兵如约
登上了K117次列车踏上了返乡
的归途。 大约在上午9点， 火车
途经河南郑州站时停靠15分钟，
此时带队干部勤务中队排长孙
涛打算趁机下车活动筋骨。 可
没想到， 前脚刚踏出车门， 惊
险的一幕就发生了。 只见一个
两三岁的小女孩挣脱了父亲的
怀抱 ， 向站台边缘跑了过来 ，
一个踉跄没站稳， 眨眼功夫就
掉进了火车与站台的缝隙中 ，
不见了踪影。 突如其来的一幕，
使女童的父亲傻了眼， 愣在原
地不知所措， 孩子也因受惊在
铁轨上失声痛哭 。 孙涛见状 ，
大步跑到女童跌落处， 冒着火
车即将发动的危险， 果断想办
法施救。 由于， 站台与铁轨的
距离将近两米， 火车与站台的
间隙只有15厘米， 成人无法跳
下站台， 给施救带来了很大的
难度。 紧急关头， 孙涛强行在
小孩坠落处趴下， 头部和左大

半身用力往股道一侧伸， 但仍
够不到小孩， 孙涛不停的鼓励
趴在地上哭泣的小孩站起来 。
但由于小女孩受惊严重， 痛哭
不止， 完全不理会外界的任何
声音。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去， 站台上围观的群众越来越
多， 大家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
眼。 孙涛顾不上想别的 ， 继续
保持沉着冷静， 哄着小女孩伸
出双手拉住他， 经过几番耐心
劝说， 小女孩终于慢慢爬起来，
孙涛左手勉强抓住小孩左手手
指， 小心翼翼地往上拉。 这时，
小孩父亲清醒过来 ， 两人合力
将小孩拉了上来 。 一分钟后 ，
列车缓缓启动了。 “太危险了，
幸好武警叔叔在场啊！” 围观群
众纷纷鼓掌赞叹。

据了解， 小女孩名叫王瑾
萱， 只有两岁零10个月， 随父
母从北京回陕西安康老家。 获
救女童的母亲见到恩人后热泪
盈眶 ， 一再表示要重金酬谢 。
孙涛坚决谢绝了， 他憨厚地说：
“俺是一名武警警官， 部队教俺
牢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这都
是俺应该做的。” 见孙涛执意谢
绝酬谢， 女童父母只好让孙涛
抱着小女孩与这名武警叔叔合
影留念。

女童跌落站台命悬一线
武警争分夺秒机智施救

刚过去的周末， “师爱无尘———守望教育 乐享生活” 2015年
教师节大型公益活动在朝阳区红领巾公园举办。 现场安排了名师教
育咨询、 教育大讲堂、 健康咨询、 亲子游戏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项
目， 为教师搭建服务家长、 奉献社会的平台， 创设尊师重教的空
间。 图为朝阳区四位退休教师进行诗朗诵 《我期待一个更好的你》。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守望教育 薪火相传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将向社会开放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位于

东城区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的
陈独秀旧居完成腾退修缮， 作
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
要文化阵地的 《新青年》 编辑
部旧址重见天日。 昨天， 陈独
秀旧居腾退修缮完工仪式上 ，
东城区相关负责人透露， 下一
步将复原故居旧貌， 生动、 全
面的展示陈独秀生平和五四新
文化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 ， 当时陈独秀
的住所整个院落分东、 西两部
分， 有两个街门。 朝北的街门
是 “箭杆胡同9号”， 朝南的街
门是 “妞妞房9号” （现为骑河
楼南巷）， 陈独秀租住东院。 东
院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办
公和居所， 其它房屋为传达室、

车夫等住处。 1920年2月， 陈独
秀为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
决定离京赴沪， 同时 《新青年》
编辑部也随迁上海。

修缮完成后的陈独秀故居，
院落整体占地面积约 250平方
米， 有房屋12间。 东城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目前， 还只是完
成旧居的腾退修复， 下一阶段
会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